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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晓曦

近日，北京农商银行杯“寻味运河”美

食技艺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通州北投希尔

顿酒店举行。本次大赛由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指导，

由通州区商务局、北京老字号协会、北京

市餐饮行业协会、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农商银行作为赛事独

家冠名赞助商为大赛提供支持。这是运

河手工艺大会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大会发

起单位牵头组织的以运河美食文化为主

题的技艺大赛活动。

本次大赛以“弘扬运河文化，创新中

华美食”为主题, 宗旨是激励行业从业人

员提升专业技能，增强劳动者职业荣誉

感、获得感，打造运河沿岸餐饮界展示和

交流的平台，以实际行动助推运河美食文

化的品牌传承和创新发展，为大运河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为中华美食文化的丰富创

新作出积极贡献。

发布会上，赛事组委会介绍了本次赛

事的各项安排和筹备情况。大赛报名起

止日期为今年6月21日至7月10日，参

赛选手可在赛事官网、微信小程序上报

名。本次大赛设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

两个比赛项目，每个比赛项目的前三名选

手将获颁金奖奖牌及现金奖励。大赛的

决赛阶段拟于7月18日左右举行。

本届美食技艺大赛将通过挖掘整理

运河美食文化内涵，唤醒百姓的运河文化

记忆，进一步加深百姓与运河的情感纽带

联系，以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大运

河文化。未来，“寻味运河”美食技艺大赛

还将沿运河南下，在多个运河代表性城市

依次开展，将大赛打造成为大运河两岸地

区的文化盛事。

大运河赋予城市旖旎风光，也让更多

美食闻名遐迩，运河边上烤肉季饭庄的炙

子烤肉、便宜坊的焖炉烤鸭、东来顺涮肉、

小楼饭店烧鲶鱼、通州咯吱盒，以及北京稻

香村、都一处烧麦、护国寺小吃……大运河

的味道触动着舌尖，讲述着北京这座城市

独有的故事，留下充满烟火气的记忆。

“寻味运河”美食技艺大赛着力打造

首都餐饮行业高层次交流平台，邀请运河

美食代表性企业、京城老字号、专业学院、

行业专家、上下游机构、线上平台、名厨达

人等，以多种形式参与大赛，共谋共商，推

动行业优化升级。重点发掘运河美食品

牌，遴选出具备经典传承与创新基因的典

型企业、代表菜品，打造富有运河文化特

色的名店、名菜、名厨品牌。未来北奥集

团还将通过举办运河风味美食展、技艺展

演、运河美食之旅、运河美食产业研学体

验等多种方式，与中国餐饮结伴同行，为

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

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荟萃

全球风味的美食之都而共同努力，为推动

北京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勠力同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以及对技能人才工作的

重要指示，今年1月，北奥集团联合北京

老字号协会等共同发起成立运河手工

艺大会，大会成立之初即将举办系列

技能大赛作为成员单位的共同目标，

致力于将运河手工艺大会打造成为

凝聚各界力量的特色新型平台，为

广大技能人才提供展示精湛技能、

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

新闻发布会现场，嘉宾分别

为“通州三宝”大顺斋糖火烧、

小楼烧鲶鱼、仙源腐乳的生产

厂商北京大顺斋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市通州区小楼

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仙

源食品酿造有限公司等12

家运河手工艺大会新晋会

员单位及8名新签约工

匠进行了授牌。

弘扬工匠精神 讲好运河美食故事

“寻味运河”美食技艺大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获悉，从6月28日

起，中国消费者协

会“慧眼计划”将直

接为消费者提供品牌

真假鉴别服务，后续

将通过网络向全国消

费者提供远程鉴别服

务，打通消费维权真假鉴

别难的堵点，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中消协“慧眼计划”于

2022年3月4日正式启动，旨

在通过与品牌方、专业鉴别机

构等合作建立商品真伪鉴别机

制，为各级消协组织调解消费者

投诉以及开展消费监督工作提

供支撑。为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

的服务，结合中消协2023年“提振

消费信心”年主题，“慧眼计划”由原

来支持专业维权工作扩大到直接面向消费

者提供免费鉴别服务。得物App（上海识装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率先响应加入“慧眼计

划”，为保障消费者买到正品提供鉴别服务。

本次开放的鉴别服务的范围主要涉及消费

者对品牌真假非常关注的鞋类、美妆、钟表、箱

包、配饰等高价值的商品。消费者通过扫描中消

协提供的二维码，可获得免费鉴别券，按照操作流

程及要求的提示，上传商品必要部位（如商标、铭

牌、拉链等）的照片，品牌鉴别支持单位将根据相关

图片为商品真假鉴别提供技术支持，并向消费者提

供初步鉴别报告。

“慧眼计划”所涉及的鉴别服务目前为第三方鉴别

方式，作用是帮助消费者改变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阻断

侵权假冒商品的再次交易，避免购买后被动维权。由于

是线上鉴别，目前的鉴别结论仅作为消费时的参考，如果

消费者进行后续维权，则需要程序及条件更为严格的鉴

别。中消协方面表示，“慧眼计划”刚刚直接面向消费者，

服务能力有限，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鉴别需求，如出

现服务“拥堵”或不够及时，敬请消费者理解。中消协将不断

完善鉴别机制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并接受社会监督。

对于鉴别服务中发现的重要线索，中消协将进行汇集并

移转有关部门处理。

（阎 密）

警惕“隐形杀手”企业须提升安全意识
□ 本报综合报道

最近连日高温,有限空间作业的风险

大幅攀升。管道、发酵池、污水井等有限空

间内空间狭小，通风不畅，不利于气体扩

散，极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发生中毒

窒息事故的风险明显增高。事故发生后施

救不当，极容易导致事故伤亡扩大。有限

空间作业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应提高安全

意识安全作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杜绝违

法行为。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与

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

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通风不良，易造

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

量不足的空间。

有限空间历来是威胁员工生命安全的

“隐形杀手”。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

入炉入井，未按规定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

未落实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盲目

施救等原因，造成的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一

再发生，为人们重重敲响了警钟。

今年5月7日，位于甘肃临夏经济开

发区的华安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发生

一起较大中毒事故，造成4人死亡、2人受

伤。初步判断。此次事故原因系作业人

员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进入溶解

罐，吸入硫化氢等气体造成中毒。事故发

生后，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盲目施救，导致

伤亡扩大。

5月18日17时40分许，广东湛江市麻

章区太平镇的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发生

一起高处坠落引发的较大中毒事故，造成4

人死亡。初步判断，纪某亮在作业通道失

足跌落至集水池。由于天气炎热且集水池

长期封闭，集水池废水中的有机物被生物

细菌分解，生成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纪

某翔、纪某生、王某法3人在没有任何防护

措施情况下进入池内救援，导致中毒事故

发生。

今年5月23日，江西湖口县九江金久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裂解车间，2名员工擅自

进入裂解炉内进行清渣作业导致窒息，另

外1名员工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

目进入炉内进行施救，造成3人死亡。

据分析，有限空间较大事故大多存在

这些特点：事故伤害类型主要是中毒和窒

息，引发事故的有毒有害气体以硫化氢、一

氧化碳为主；事故发生呈现季节性特点，每

年的3月至10月为事故易发期；未落实作

业审批制度，作业人员在未通风、未检测的

情况下进入有限空间；企业安全教育培训

不到位，对有限空间可能产生的危害视而

不见；盲目施救造成的事故扩大现象尤为

严重。

近年来，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多发频发，

且经常因施救不当或盲目施救导致伤亡扩

大。据统计，施救不当导致伤亡扩大情况

占较大事故总起数的70%以上，导致的死

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40%以上。为指导

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科学有效应对有限空间

作业事故，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2021年组织制定了《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安

全施救指南》。

有限空间作业的事故也暴露出了一些

问题：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安全

风险辨识不到位；现场应急救援处置不当，

盲目施救导致伤亡扩大；对应急管理和安

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

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监督管理

存在薄弱环节。

相关专家指出，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应

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

则。未经通风和检测，严禁作业人员进入

有限空间作业。而且，工作环境发生变化

时，应视为进入新的有限空间，重新通风和

检测后方可进入。同时，检测标准与检测

工作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

采取可靠隔断（隔离）措施，将有限空

间与其他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管道或其

他空间隔离。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

业过程中，应采取强制性持续通风措施降

低危险，保持空气流通，严禁用纯氧进行

通风换气。

装备准备要齐全。有限空间作业应

有足够的照明，并配备个体防护装备并确

保正确穿戴与使用，作业人员必须拴戴

救生绳。

有限空间作业中发生事故后，现场

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企业负责人报

告，禁止盲目施救，防止事故后果扩

大。企业有关负责人员接到事故报

告后，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按照

预案响应程序，组织应急救援人员

开展救援。在自身救援技术、装

备、队伍无法施救的情况下，应及

时联系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

援单位开展救援，并提供有限

空间各种数据资料。应急救援

人员实施救援时，应当做好自

身防护，佩戴必要的应急救援

设备。

此外，要按照事故报告

程序逐级上报，以便相关

部门及时了解掌握情况，

分析事故原因教训，指导

问题整改，有效防范类

似事故。

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多发频发 盲目施救易致伤亡扩大

步步为营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 刘 峰

企业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审批、检

测、通风、防护”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

业“十不准”措施，科学防范化解有限空间作业风险。然

而，“不查不知道，一查睡不着觉”的情况仍大量存在。

针对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多发频发、盲目施救导致伤亡

扩大、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相关监管部门履职不到位

等突出问题，有关人员积极建言献策，呼吁层层设防、步步

为营，合力围剿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隐患。

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防范主体是企业，严格遵照相关规

程要求进行作业至关重要。

对此，江苏理文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经理曹小军认为，

“抓关键”比“大而全”更重要。进行有限空间作业，要坚决

守住安全底线，时刻保证将可燃物质、有毒物质控制在安

全范围内，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保证出入口通畅，作业结束

必须落实“工完料净场地清”的要求。

“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必须做好风险辨识，确认风

险点，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

监高宪国表示，现场负责人应全过程组织指挥，并设专人

监护，监护人应会同作业人员检查安全措施是否到位，统

一联络信号；遇风险较高的有限空间作业，应增设监护人

员，随时保持与作业人员的联络。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技术二部副主任季斌建议，

企业在设计阶段应关注有限空间本质安全，

增加风险防控保护层；着力提升有限空间工

艺、设备、仪表自动化程度，尽可能减少人员

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对于高风险有限空间作

业，要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现场确认机制。

监管层面如何发力？《关于〈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给出明确指引：将各相关行业涉及

的污水处理设施、炉窑、槽罐等风险较高的设备设施纳入

重点监管范围，将清理清淤、检维修作业，硫化氢和一氧化

碳中毒风险防范以及禁止盲目施救等纳入重点要求；进一

步突出监护人负责制，将监护人作为“关键人”和“明白

人”，贯穿有限空间作业全过程，履行作业条件及防护救援

装备确认、组织实施作业、全程持续监护、异常情况处置等

职责，将易发生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毒事故的企业作为

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检查内容为监护人员配备和履职情况

以及列入重点目录有限空间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江西省高安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黄建指出，

要将有限空间作业组织开展情况纳入重点检查范围，强化

外包单位安全管理，严禁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不具备资

质或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的承包方，加强事前、事中、事后

安全监管，严打非法转包、分包、挂靠和包而不管等行为。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吴梦鸽表

示，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应急保障措施和演练要求，按规定

配备必备的个人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制定有限空间作

业装备参考清单，指导企业根据涉及有限空间作

业的实际情况，规范配置安全帽、防爆照明设

备等装备，进一步督促企业加强装备保障。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应急管理局综

合科工作人员葛亮建议，要运用大数据、

信息化技术建立交互式信息监管平台，利

用AI视频监控、蓝牙锁、在线监测等科技

手段完善“非现场”监管场景，逐步代替传

统监管方式，实时、精准、高效防控。“还可探索‘三维码+有

限空间’监管模式，推行‘一企一码’‘一空间一码’‘一作

业人员一码’，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采用数据图片实时

上传方式，实现从作业审批、施工管理、现场监护、应急

物资到人员撤离的全环节监管。”

用工不规范问题如何破解？江苏省常州市安委

办原副主任张向阳建议，有限空间作业应限制使用外

包工、临时工，严格控制有限空间作业现场人数，管

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必须具备专业作业资格。企业

需临时聘用相关人员时，应由行业协会委派或通

过行业协会推荐，所聘用人员必须具备相关专业

资格。

法律层面如何推动？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

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唐明表示，从法律法规制修订、监管部门执法

到企业规章制度建立完善，都需要重视有限空

间作业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强化静态规定和

动态监管及执行，“最关键的是增强企业各

级人员的法治观念，实现从纸面合规到实

质合规的转变”。

科学施救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尤为重

要。山东省莱州市消防救援大队三山

岛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姜超指出，开

展有限空间救援前要明确人员编组分

工，备好各类救援装备，预备组应按

照救援组力量1:1配置；突发情况不

明、应急措施不到位时，严禁盲目深

入内部施救；安全员应记录并监控

救援人员进入时间，实时观察周

边环境，发现危险及时预警，科

学施救。

中消协“慧眼计划”：
直接为消费者提供品
牌真假鉴别服务


